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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湖南科技大学“分子生物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和现状，探讨当前高等教育教学新理念“思政教育”融入
生物工程本科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环节，对大学生进行社会责任感、人生价值观的引领，在传授知识、技能时，激发学习

兴趣和情感共鸣，构建高层次、全方位、多维度的育人模式，以期为“思政教育”融入专业课程的教学实施提供一些有益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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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生物学”是目前高校生物学、生物工
程、医学、农学类等相关学科的专业核心课程之

一。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技术已广泛渗透到生命科

学各个领域，在人才培养、生物学前沿发展、社会

医疗及生活服务等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

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新局面［１］。在我国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一

流看齐的今天，“德”蕴含了当代教师以德立身、

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的要求，作为高校教师更要明

确自身所肩负的育人责任与使命，发挥好课堂教

学主渠道作用，将专业知识与其所承载的“思政

元素”有效融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

教育的有机统一［２，３］。通过一系列专业课程思政

教育活动的实施，使学生们在专业认同感、社会责

任心、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法律意识等方面都有

所提升［４］，为国家和社会输送德才兼备的高素质

专业化人才。

１　“分子生物学”课程内容和教学目标
“分子生物学”是湖南科技大学生物工程本

科专业必修课，课程内容包含：（１）ＤＮＡ复制与修
复；（２）ＲＮＡ转录及加工；（３）蛋白质的生物合
成；（４）原核和真核生物基因表达与调控；（５）分
子生物学研究的基本技术原理、方法及其应用。

本课程在第四学期开设，授课总学时为４０学时，
前导课程有普通生物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等，

同步和后续课程为基因工程、细胞工程、生化分离

工程等。我校“分子生物学”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引导学生以“中心法则”为主线，学习生物体内遗

传信息传递的具体过程，系统掌握 ＤＮＡ结构、复
制、转录、翻译及基因表达调控与常用基因操作方

法和技术，从分子水平了解生物学现象和生命活

动的规律，跟随当今分子生物学应用发展趋势，为

学习其他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培养学

生的创新意识和科学素养，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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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思政教育”融入“分子生物学”课程的
必要性和意义

“思政教育”其内涵方面，包括爱国情怀，民

族自信心、自豪感，共产主义理想与时代使命感，

人生价值观与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与行业操守，

诚信友善及品德修养等多方面的引导和建

设［５，６］。将思政教育引入生物工程专业本科生

“分子生物学”课程教学环节，使“思想政治”与

“专业知识”学习同向而行［７］，两者共同构成课程

教学中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

一，在塑造学生心灵的主体任务中共同完成“在

价值传播中凝聚知识底蕴，在知识传播中实现价

值引领”的教育目标［８］。

２．１　 顺应时代需求，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从生命科学领域来看，前沿生物技术如基因

组测序、基因编辑技术、核酸检测和治疗等大多数

是依赖分子生物学技术而发展起来的。分子生物

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可以看作是人类从分子水平上

真正揭开生物世界的奥秘，由被动地适应自然界

转向主动地改造自然界［９］。目前，现代生物相关

职业岗位也对专业人才的胜任力提出更高要求，

迫切需要拥有现代科技知识、精湛技艺技能、较强

创新能力和较高职业素养的综合性人才。高校大

力推行“课程思政”教学是符合当今时代发展的

方向和需求，体现全员全课程“大思政”教育体

系［１０］，实现全程多维度的育人模式，从而培育既

掌握牢固专业本领，又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

担当精神，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有用

人才。

２．２　 明确教师职责，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高校教师是肩负着传承社会文化和履行大学

教育使命的中坚力量，具有立德树人的独特优

势［２］，他们长期受到思想政治理论和教育的熏

陶，不仅仅是对知识的“解惑”，更是承载“传道育

人”的重任。大学专业课教师是学生专业学习的

主要指导者和引路人，但是以往有些专业教师没

有意识到自身应承担思政教育的职责，导致大学

生思政教育的责任主体的落实不明确［３］。在新

的历史时期，专业课教师要以更高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去践行和落实立德树人的艰巨任务，深入思

考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堂教学中，让教

学内容为学生所接受、所使用，确保入脑入心［１１］，

努力解决学生学习上和思想上的困惑与疑虑，更

好地实施“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同行，做到既

“教学”又“育人”。

２．３　 契合大学生精神需求，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

大学阶段是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的关键时

期，高校专业课程中渗透“思政教育”能有效契合

大学生的精神价值诉求［１２］。实际上，大学生的不

同学业动机可能造成多样的困惑，诸如考研、出

国、择业及创业困惑等。传统、纯粹的思政理论课

并不能完全解决大学生们面对的理论和实践难

题，而将“思政教育”融入大学核心专业课程当

中，能够更好契合大学生的知识需求和精神需

求［４］。分子生物学是现代生命科学领域中最具

有活力的主流学科之一，生物类专业的本科生若

能掌握一系列分子生物学技术，则意味着他们拥

有“看家”绝活，而在他们的专业课程学习过程中

植入“思政教育”，则如虎添翼，潜移默化地影响

了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和认同，

激励学生树立更高的理想和奋斗目标，进一步提

升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这将弥补传统

思政教育和大学生需求之间的空白，将时代大背

景下的国家需要与个体价值实现更好的对接［１３］。

３　 “分子生物学”课程思政教学的策略
探索

“分子生物学”作为衔接基础生物学与生命

领域前沿学科的桥梁课程，教材中的每一个定理、

概念、实验技术本身就反映了人类艰辛求索、敢于

挑战和创新的理念，也可以看作一系列励志故事

化身为“思政元素”以隐形的方式渗透在分子生

物学的理论和实践技术中，这些“思政元素”的存

在是多元化、综合性的交织，而不是单一、片面的。

通过对“分子生物学”课程的典型章节中所蕴含

的思政道理进行深入分析与挖掘，探索专业课程

教学中融合思政教育的实施途径。

３．１　 “分子生物学”课程内容中“思政元素”的挖
掘与分析

３．１．１　“绪论”中涉及“思政元素”的分析
以绪论为例来分析其相关的“思政元素”，见

图１。回顾分子生物学发展简史，生命科学领域
中诞生了大量富有挑战性和革新性的重大理论与

发现。在证明“ＤＮＡ是遗传物质”的道路上可谓
历经坎坷，相当长时间内人们一直把蛋白质作为

遗传物质，许多科学家前赴后继、不惧困难在未知

的世界里探索。１９２７年格里菲斯（Ｆ．Ｇｒｉｆｆｉｔｈ）通
７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２０年第１２卷

过肺炎双球菌转化实验发现“遗传因子”，当时很

难被科学界接受，众多学者重复实验也未获得有

效突破；十多年后艾弗里（Ｏ．Ａｖｅｒｙ）等人终于发
现格里菲斯实验中的问题，从而证实ＤＮＡ是遗传
物质。从格里菲斯发现转化现象，到艾弗里发现

转化与ＤＮＡ密切相关，经历了 １６年。这说明我
们既要站在巨人肩膀上看问题，又不能盲从和迷

信，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既要敢于挑战质疑，又

不能墨守成规，要大胆创新、脚踏实地追求真理。

“噬菌体侵染细菌”的实验也再一次证明了 ＤＮＡ
是遗传物质，并得出重要科学结论为“ＤＮＡ分子
在亲代和子代之间具有遗传的连续性”，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引导学生勤于学习、善

于思考、勇于实践。另外，在揭示 ＤＮＡ双螺旋结
构的故事中，不同领域科学家们互相合作成就了

伟大发现，沃森（Ｊ．Ｗａｔｓｏｎ）和克里克（Ｆ．Ｃｒｉｃｋ）就
是依据威尔金斯（Ｍ．Ｗｉｌｋｉｎｓ）从富兰克林（Ｒ．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得到的一张 ＤＮＡ晶体 Ｘ射线衍射照片
中激发了灵感，并融合物理学和生物学知识，最终

解读了这一世界难题，从而获得诺贝尔奖。这鼓

励同学们要多交流、多思考，不能“闭门造车”，强

调团结精神的重要性，进而上升至集体主义精神

的领悟认同［１４］。中心法则 （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ｏｇｍａ）代表
了遗传信息传递规律，是现代生物学中最基本、最

重要的规律之一，从它的产生到不断丰富和修正，

体现了深刻的科学辩证理论［１５］，其核心科学思想

不再是简单 ＤＮＡ—ＲＮＡ—蛋白质的单向决定作
用，而是核酸与蛋白质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图１　绪论知识要点的相关“思政元素”

３．１．２　 “ＤＮＡ复制与修复”章节中相关“思政元
素”的分析

以“ＤＮＡ复制与修复”章节为例，其知识要点
涉及相关“思政元素”，见图２。ＤＮＡ复制主要包
括引发、延伸、终止三个阶段，而复制起始较为困

难，需要组装复杂的起始复合物，这和为人处事有

异曲同工之妙，皆为“万事开头难”，但好的开始

又是成功的一半。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

座谈会上强调青年价值取向时，也表达过此观点，

他提到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

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

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

衣服扣扣子，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

都会扣错［１６］。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基础就

是成功的基石。另外，ＤＮＡ复制需要一段引物方
可进行后续复制，人生在青少年时期也需要优秀

的人引领，他们或学富五车让你心生对知识的热

爱，或技艺精湛让你有了职业的向往，或道德高尚

让你乐于助人奉献自我，正如《论语》中所言“见

贤思齐焉”。ＤＮＡ半保留复制和复制保守性规
律，展示了ＤＮＡ复制和突变在生物进化上的辩证
关系。以真核生物和原核生物 ＤＮＡ复制起点不
同为例，可理解人作为生物界最高级、最复杂的物

种，面对问题往往能从多角度、多层面分析解决，

而不是执拗地“从一而终”。对于 ＤＮＡ修复的内
容，如错配修复、切除修复、重组修复、ＤＮＡ直接
修复、ＳＯＳ系统等，可引导学生对“面对自己或他
人的错误，我们应该要怎样对待”这一问题进行

思考。犯错时，我们要及时“恢复错配”，快速补

救；当情节严重时，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

果敢地“切除突变的碱基和核苷酸片段”，接受相

应的责罚处分。此外，ＤＮＡ双螺旋结构还可以联
系否定之否定定律及螺旋式上升的道路是曲折

的，而前途是光明的；ＤＮＡ复制的精确性及修复
作用还可以联系工匠精神的精益求精，注重细节，

追求完美的品质。在线粒体与叶绿体 ＤＮＡ复制
的知识点中，可以比较其与核 ＤＮＡ复制的区别，
强调它们之间相对独立又相互协调，启发学生同

他人合作时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从而达到

彼此间的合作共赢。

图２　ＤＮＡ复制与修复知识要点的相关“思政元素”

３．１．３　 “ＲＮＡ的转录与蛋白质翻译”章节中相关
“思政元素”的分析

“ＲＮＡ转录与蛋白质翻译”知识要点的相关
“思政元素”，见图３。１９８２年在四膜虫的研究中
发现了具有自我剪接作用的核酶，课堂教学中阐

述核酶的定义及作用机理后，要求学生思考“核

酶在各领域的应用研究”，鼓励学生对知识点进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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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广泛涉猎，感受科技发展的力量，锻炼辩证思维

能力和信息搜集能力。ＲＮＡ转录过程中 ＲＮＡ聚
合酶由多种亚基构成，种类繁多，真核生物还需顺

式作用元件和反式作用因子的参与，可联系到

“团结就是力量”和集体主义精神；ｔＲＮＡ在翻译
过程中总默默搬运着遗传信息，它们的“无怨无

悔”可以延伸并联系到“思政元素”中的勤勤恳

恳、服务人民和淡泊名利的雷锋精神。我国科学

家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结晶牛

胰岛素，其间他们历经曲折与奉献，在早期天然胰

岛素拆合、重合成、活力恢复和纯化的研究阶段，

中国科学家最早提出了“蛋白质空间结构信息包

含在其一级结构中”这一重要观点，并在１９６５年
人工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研究论文在《中国科

学》杂志发表，但大部分一线科研人员没有在论

文中署名，从这些故事中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

献身精神，甘当无名英雄，做到“功成不必在我，

功成必须有我”的高尚品质。蛋白质翻译离不开

遗传密码，无论动植物、微生物都分享着同一套遗

传密码，基因序列都存在一定的相似度，世界如同

一个地球村，需要和平共处、和谐相处，应当爱护

自然、善待生命。

图３　 ＲＮＡ转录与蛋白质翻译知识要点的相关“思政元素”

３．１．４　 “基因表达调控”章节中相关“思政元素”
的分析

“基因表达调控”中知识要点的相关“思政元

素”，见图４。真核生物基因的表达与调控有染色
体水平、ＤＮＡ水平、转录水平、翻译水平等不同层
次的调控，其中转录起始水平的调节又是基因表

达调控的主要环节，基因表达调控层次多样，极其

复杂，但却又有重点，有条不紊地进行，体现强大

的领导组织、协调能力以及严谨细致的作风。在

原核生物基因表达的调控中，乳糖操纵子的正负

调控机制体现了具备良好的自我支配、调节能力

和自我保护意识，提醒学生遇急不慌，沉着冷静，

防患于未然。色氨酸操纵子的调控令人惊叹，不

仅有根据培养基中色氨酸含量高低进行调控的阻

遏－操纵机制，而且还有随色氨酸浓度变化进行

调控的弱化子机制。阻遏－操纵机制对色氨酸来
说只是一个一级开关，主管转录是否启动，相当于

色氨酸操纵子的“粗调”开关，而弱化作用进行

“细调”并决定已经启动的转录是否继续下去，粗

调细调配合至关重要，延伸宏观和微观双重调控

作用，培养学生思维的广阔性和变通性。在基因

表达和调控章节中应引导学生既要有把握全局的

高度，又要有周全的谋略，学会从不同角度观察世

界，应对和处理学习生活中的复杂问题；而各基因

间的互作调控犹如庞大的网络调控系统，从单个

基因的表达水平到复杂的整个机体调控系统可以

看作是生命个体适应大环境的智慧机制，此时可

适当引导学生思考人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会

和际遇，要有适应环境的积极心态，获得从“看山

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

豁达胸怀与境界。遇到逆境时，要放平心态，积极

思考应对之策；处于顺境时，也不可傲慢，应该依

然保持谦虚谨慎之心，居安思危，从而树立正确的

顺逆观。“癌基因”往往是在物化或生物等其他

因素的诱导下而发生突变，每个人最初就像一个

原癌基因，人之初性本善，在家长、老师的正确引

导和监督下，能够沿着正确的轨迹前行，但社会环

境中仍然有许多诱惑干扰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一旦把持不住，原癌基因可能突变成有害的致癌

基因，对整个细胞乃至整个机体造成伤害，如同误

入歧途的人对自身、家庭和社会造成危害，提醒并

要求大学生应自觉抵制不良诱惑，远离违法犯罪，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图４　基因表达与调控知识要点的相关“思政元素”

３．１．５　 “分子生物学研究技术”章节中相关“思
政元素”的分析

多聚酶链式反应（ＰＣＲ）技术成为分子生物
学实验室的一种常规手段，在 ＤＮＡ模板、Ｔａｑ酶、
引物、ｄＮＴＰ等共同参与下，反应体系历经高温变
性、低温退火、引物延伸及周而复始的若干循环，

基因数量呈指数增加，短时间内完成ＤＮＡ体外的
精准扩增，这离不开ＰＣＲ各反应要素之间的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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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无论身处环境发生何种骤然变化，它们依然

坚守岗位职责，兢兢业业，这种集体主义思想，团

结互助、甘于奉献的风尚也正是维系和谐社会关

系、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见图 ５）。基因组
测序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中国科学家

于１９９９年９月被接纳为国际人类基因组织的成
员，并承担了人类第三号染色体的测定任务［１７］，

“人类基因组计划”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阿

波罗”登月计划，并称为自然科学史上的“三计

划”，但它对人类自身的影响将远远超过另两项

计划。目前，基因组学的研究在动植物、细菌等各

个领域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有利于科学

家们对不同生物的遗传结构、发育过程、分子进化

和其对极端环境适应机制的深入了解，拓宽了人

们对特殊代谢产物相关代谢途径及其调控规律的

认识；继而随着功能基因组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能

够快速准确、高效监控大量靶基因表达的一系列

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以及生物信息学软件及数据

库也应运而生，在大数据背景下更能有效提高分

析整个基因组的速度且应用于各种致病菌及疾病

的检测；基因编辑、单倍体克隆基因靶标治疗等技

术进一步推动前沿生物科学和现代医疗的快速发

展。由此，激励学生的爱国情怀、民族使命感，鼓

励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为下一代新兴技术的产

生而努力拼搏、刻苦钻研，在不违背自然规律、伦

理道德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大胆创

新，不懈努力。科学技术的发现看似偶然，实则必

然，应该把握机遇，为促进国家富强、社会发展贡

献自己的力量。

图５　分子生物学技术知识要点的相关“思政元素”

３．２　 分子生物学课程教学中融合思政教育的实
施途径

３．２．１　制定分子生物学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
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制定对教学实施具有导

向作用，为教学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依据。通过对

“分子生物学”课程内容所蕴含的“思政元素”进

行挖掘和分析，围绕贴近课程内容和主旨的思政

要素，构建集专业知识和思政素质教育为一体的

教学目标，做到因材施教，与时俱进。此外，在分

子生物学课程融入“思政教育”教学目标的实施

中要注重科学性和适度性原则，既要密切联系专

业学习的实际目标，又要结合社会热点和学生实

际需求、成长规律及心理特征，使课程思政教育不

只是盲目跟风或流于形式。

３．２．２　 创新分子生物学课程思政的教学方式
“分子生物学”的教学过程中实现高质高效

的课程思政教育，需要教师不断地对课程思政教

学的方式进行探索和创新。教师不仅通过参与建

设“专业思政”的精品课程，观摩 “课程思政”示

范课、名师教学讲座等方式来借鉴和学习一些优

秀的授课技巧和教学手段，而且还可以利用优质

的教学资源及现代化的教学模式来进行实践改革

与创新，以更好地推动课程思政教学工作的发展。

如“互联网＋课程思政”模式［１８］，充分利用大数据

优势和互联网平台将分子生物学课程中每个章节

知识要点与思政元素进行融合，制作成视频或演

示文稿等，并上传网络教学平台供学生线上学习，

实现信息的多相流转与深层互动。此外，在分子

生物学课程思政教学课堂中发挥大学生主体作

用，通过思维导图、小组合作学习、学生课后感受、

体会分享等形式来倡导学生参与课堂互动［１９］，从

而营造高效的课堂情境。

３．２．３　拓展“分子生物学”课程思政载体
除了“分子生物学”理论教学外，还需要对课

程思政载体进行不断拓展，鼓励学生参与教师科

研课题研究或开展一些分子生物学创新型实验，

注重他们思政素养、科研素质的培养和强化，同时

也锻炼了他们在科学研究中的钻研态度、团队合

作、相互信任和无私奉献的品质，从而有效促进学

生对“思政”的深入认识和理解，使课程思政载体

得以拓展和延伸。此外，建立分子生物学课程思

政课拓展实践教学基地，引导学生用学到的理论、

方法去观察生命现象，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

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

４　总结与展望
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到生命

科学的各个领域，我们根据教学内容将思政元素

有效融入专业课中，联系学生们的知识背景和所

处的社会环境，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有机融合，

让专业课和思政课同频共振。师生们围绕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探索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有机结

合，把科学知识与做人、做事相联系，适应时代的

需求。任课老师做到春风化雨，把思政教育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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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识融入学生的精神血脉，做到身教与言教紧

密结合，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爱国精

神、敬业精神，树立时代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激

励学生不懈努力奋斗，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

家和民族事业中，把远大的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

中，为国家培养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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